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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兴城市水土保持站根据石质山区沟壑侵蚀的现

状及石多尧水少尧干旱的特点袁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袁以可持
续发展的治水思路为指导袁 积极展开了对石质山区沟壑多
功能治理开发模式的研究袁为干旱尧半干旱地区石质山区如
何开展沟壑治理尧资源开发尧利用与保护尧快速发展经济提
供了科学依据[1]遥实践证明袁该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遥笔者
就石质山区沟壑多功能治理开发模式的内涵及其在小流域

综合治理中产生的综合效益进行探讨遥
1 示范区基本情况

1.1 自然地理概况 兴城市沟壑多功能治理开发水土保

持科技示范区袁位于 120毅12忆49义E袁40毅35忆36义N袁隶属于兴城
市三道沟乡头里村袁 总面积 14.57 km2袁 水土流失面积 6.75
km2遥属半湿润半干旱石质低山丘陵区袁以花岗岩为主袁土壤
类型为沙壤土袁土层厚度为 30 cm袁干沟长度为 5.0 km遥沟壑
密度为 2.12 km/km2袁沟壑面积 13.54 hm2袁占总积的 0.9 %遥
1.2 土地利用现状 示范园区总面积 14.57 km2袁其中农业
用地 54.6 hm2袁林地 768.97 hm2袁草地 8.4 hm2袁果园 213 hm2袁
荒山 392hm2袁沟壑面积 13.54 hm2袁村庄 10.89 hm2袁道路 2.5 hm2袁
河流 1.5 hm2遥 人均土地面积 2.25 hm2袁 人均耕地面积 0.08
hm2遥农林果用地比例为 1颐14颐3.9遥 示范区内无原始植被袁除
少部分天然次生林外袁大部分为解放后营造的各类人工林遥
主要树种有院油松尧刺槐尧柞树尧杨树尧核桃等遥 经济林树种
有院苹果尧梨尧大枣尧山杏遥受地理位置尧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影
响袁流域内树种单调袁品系不全袁林草植被覆盖度 67.4 %袁森
林覆被率为 52.8 %遥
1.3 水文尧气象 示范区属于半湿润尧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
候区遥 夏季炎热袁冬春少雪雨袁易出现春旱尧秋吊遥 多年平均
降水量 607 mm袁年平均径流深 185 mm袁且全年雨量分布不
均袁汛期渊 7耀9月冤降雨量占全年的 60 %以上袁并呈短历时暴
雨特征遥 流域内年均蒸发量 1 512 mm袁年平均气温 9.4 益袁

大于 10 益有效积温 3 428益袁年均日照时数 2 792 h袁无霜期
168 d遥
1.4 社会经济状况 科技示范区辖 1个村袁179户袁647口
人袁男女劳动力 320人袁人口密度为 44人/km2袁人口自然增
长率为 8译左右袁人均收入 1 200元遥 该示范区水土流失严
重袁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袁水土资源利用率低袁生态环境恶
化袁自然灾害频繁袁粮食产量不稳定袁群众生活贫困遥
1.5 水土流失和治理状况 该生态科技示范区属石质低

山丘陵中尧轻度侵蚀区袁水土流失较为严重袁水土流失特征
主要以水力侵蚀为主遥根据辽宁省卫星遥感测试袁该区域土
壤侵蚀模数 4 587 t/km2窑a袁年平均径流深 185 mm袁水土流失
面积 6.75 km2袁占总面积的 46 %遥其中院强度侵蚀面积 0.97 km2曰
中度侵蚀面积 3 km2曰轻度侵蚀面积 2.78 km2遥
2 示范区科学技术内容

2.1 石质山区沟壑多功能治理开发模式 石质山区沟壑

多功能治理开发模式在沟壑的纵向布局上从沟头到沟道的

沿线步步设防尧层层拦蓄袁上游修建谷坊尧拦沙坝等拦沙工
程袁中尧下游修建梯级拦水坝尧桥涵尧护岸尧景观等工程袁实现
多功能开发利用遥 即石坝要梯级蓄水要综合配置要多功能
利用遥石坝院充分利用石质山区的石料资源袁就地取材袁工程
的主要建筑材料以块石为主遥梯级蓄水院围绕石质山区沟壑
地表形态现状袁利用地形尧地貌尧地质等自然条件袁采取步步
设防尧层层拦蓄尧梯级建坝等措施袁形成坝系群体袁梯级蓄
水遥综合配置院根据当地自然资源分布特点袁综合配置袁高效
用水遥自流灌溉农田袁提水灌溉高山果园曰水面养殖鱼鸭袁营
造水园景观曰改河固定靠边袁乡路筑堤上岸曰拦水坝建桥涵袁
沟通两岸居民遥有水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袁有路就可带动地
方经济发展遥多功能利用院模式具有水土保持尧沟道防洪尧农
业用水尧人畜饮水尧村屯道路交通尧村屯水环境尧水面养殖尧
生态旅游等功能遥
模式内涵可概括为野 取山石袁梯筑堰袁低自流袁高提灌袁

河靠边袁路上岸袁坝上搭桥通两岸袁顺坝筑路连主线袁村屯环
境得改善袁农林果禽游齐发展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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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石质山区沟壑多功能治理开发模式的内涵袁全面阐述了该模式在小流域综合治理中的作用遥 其作用主要表现在 3个方
面院淤发展灌溉水源袁改善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曰于高效利用雨洪资源袁解决人畜饮水问题曰盂发展舍饲养殖袁带动各业开发遥 取得了
显著的生态效益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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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模式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石质山区沟壑多功能治理

开发模式是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袁 以可持续发展的治水思
路为指导袁遵循自然规律尧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袁使自
然资源最大限度地科学尧高效利用遥
2.2.1 指导思想遥根据石质山区沟壑侵蚀的现状和石多尧水
少尧干旱的特点袁最大限度挖掘沟壑潜在的自然资源袁突破
传统治理开发功能单一的模式袁 将沟壑治理同雨洪资源开
发利用尧农业结构调整尧农民脱贫致富有机地结合起来遥 通
过生态经济要素与工程措施的优化配置袁 使资源利用与多
功能系统有机组合袁实现生态效益尧经济效益尧社会效益的
稳定尧协调和统一袁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沟壑多功能治理开
发模式遥
2.2.2 原则遥 坚持兴利除害尧因地制宜尧科学规划尧步步设
防尧层层拦蓄尧梯级建坝的综合治理原则袁将沟壑治理开发
与水土保持尧沟道防洪尧灌溉用水等多功能融为一体袁做到治
理一条沟袁改善一片环境袁发展一方经济袁致富一方百姓遥
2.3 模式的创新点 本模式最大创新点是院根据石质山区
沟壑侵蚀的现状和石多尧水少尧干旱的特点袁运用生态经济
学原理袁以可持续发展的治水思路为指导袁突破传统治理开
发功能单一的模式袁将沟壑治理同雨洪资源开发利用尧农业
结构调整尧农民脱贫致富有机地结合起来袁延伸和扩展沟壑
治理开发的新功能袁最大限度挖掘沟壑潜在的自然资源遥通
过生态经济要素与工程措施的优化配置袁 使资源利用与多
功能系统有机组合袁创建了野 石坝要梯级蓄水要综合配置要
多功能利用冶的优化配置模式袁达到治理一条沟袁改善一片
环境袁发展一方经济袁致富一方百姓的目的遥
3 示范区建设实施情况及效益分析

4年来袁头里村共治理沟道长 2 500 m袁修建阶梯式拦蓄
坝 20座袁 桥坝结合拦蓄坝 5座袁 石拱桥 2座袁 地下截潜
700 m袁水中八角亭 1座袁总坝长 780 m袁护路挡土墙和导流

墙 3 500 m袁修路 3 000 m袁总蓄水 7万 m3袁年可用灌溉水量
80万 m3遥 到目前为止袁这项工程共动用土方 2.6万 m3袁凿岩
120 m3袁浆砌石 9 800 m3袁混凝土 450 m3袁投入人工 2.2万个袁
车工 2 000个台班袁投资 134万元袁其中国家补贴 76万元遥

工程改善了该村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袁 控制了水土
流失袁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袁为山区农民致富奠定了基
础遥 目前袁该工程蓄水 7万 m3袁年灌溉用水量可达80万m3袁
保土 0.9万 m3袁每年可灌溉果树 3万株袁经济田 20 hm2袁土豆
6.67 hm2遥年经济效益 50多万元袁现在全村社会总产值达到
150万元袁人均收入超过 2 000元袁比治理前增长 37 豫遥 通
过沟壑治理袁从根本上解决了全村 182户袁582口人袁120头
牲畜饮水问题袁部分农民吃上了自来水遥这项工程除经济效
益外袁还保护农田 6 000 hm2袁村屯 3个袁使头里村生态环境
得到明显改善遥

2001尧2002尧2005年在农建野 大禹杯冶竞赛中连续被评为
野 辽宁省农建精品工程冶袁确定为野 辽宁省水土保持沟壑治理
示范工程冶遥 环境的变化袁效益的增加袁使群众真正受益遥
4 结论

示范区各项防治措施布局合理袁建设规范袁初步形成了
完整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遥对周边地区起到了示范尧引
导和辐射作用袁先后在周边的建昌尧绥中尧兴城尧连山进行了
推广和应用遥 实践证明袁以科学的发展观和管理体制治理
沟壑袁 是适合于石质山区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袁 对生态效
益尧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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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袁提高耕地质量遥
3.4 进行旧村改造和新农村建设袁 加强土地置换 目前袁
万州区农村居民点零散分布袁造成土地集约度不高袁土地浪
费现象严重袁农村居民点的住房面积为 157.3 m2/人袁超过了
150 m2/人的国家最高标准遥 根据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的要求袁万州区农村居民点的整理潜力很大遥应加强土地置
换工作袁减少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遥
3.5 建立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 地方各级政府都要逐级

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袁明确耕地保护的责任和目标袁增
加耕地保护在政府工作考核中所占的比重袁 耕地保护情况
要作为考核领导政绩和组织部门考核干部的重要内容袁形

成以目标责任制为基础的奖惩制度袁 把耕地保护上出现的
问题和后果袁直接与政府领导个人的政绩和前途挂钩袁以制
约地方政府管地尧用地行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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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规范要要要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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